
观赏冰湖腾鱼的壮观场景，品尝康平
特色美食，逛一逛热闹的年货大集，参加
冰雪马拉松……今年春节，沈阳市康平县
冬捕节系列活动闪亮登场。

2月 1日，“捺钵千年渔猎 相约冰雪康

平”2024年第九届沈阳卧龙湖大辽文化冬
捕节正式开幕。起源于辽代的捺钵文化
绵延千年。今天，请随我一起走进第九届
沈阳卧龙湖大辽文化冬捕节，感受穿越历
史的文化魅力，观赏冰湖腾鱼的壮观景

象，品味北方小城的人间烟火，体验康平
人淳朴厚道的浓浓情谊。

康平县位于沈阳市最北端，根据考古
发现，早在 7000 年前就有人在此地居住。
历史上，康平县在不同朝代隶属于不同的
行政区划。两晋、南北朝以及隋朝时期，
康平县属于契丹领地；辽代时，康平县归
属于原州和祺州管辖范围；清代初期，康
平县则是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游牧区域。
1802 年（清嘉庆七年），清朝开放了边境，
吸引了大量来自河北、山东的移民来到康
平县开垦定居。康平县正式设立是在
1880 年（清光绪六年），由清廷批准建立，
命名为“康平县”，寓意为“康乐太平”。康
平县旅游资源丰富，现有卧龙湖、金沙滩、
小塔子古塔、八虎山等著名景点。

卧龙湖捺钵冬捕节始于 2013 年，“捺
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捺钵”这个词随着时
间的推移，除了原本的含义外，还被引申用
来指代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
水秋山，冬夏捺钵”，统称为“四时捺钵”。

通过冬捕节，您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辽
先祖“青牛白马”的历史传说。其间，还能
观赏到冬捕祭祀、入湖捕鱼等精彩表演，

体验中国北方古代捕鱼部落的渔猎文
化。活动现场还设立樱花长廊、玫瑰雪
墙、大雪人等多个创意网红打卡点，打造
全长202.4米的省内最长冰滑梯，再结合光
电技术形成绚丽多彩的冰梯舞台效果。
搭建捺钵冰雪营地，由 100 个小屋形成独
特的冰上休憩空间，体验围炉煮茶和冰钓
的快乐。

冬捕节期间活动丰富多彩，不仅有冰
雪马拉松，还有“卧龙湖杯”雪地足球和冰上
保龄、冰上垂钓等多种冰雪运动项目，打造

“冰雪+体育”休闲方式，让游客体验多样化
的冰上运动乐趣，感受春节的别样精彩。

为满足八方来客需要，本届冬捕节还
设有“卧龙湖锶水餐厅”，让游客们在玩得
开心的同时，尽情品尝现钓现吃的美味
——冬季滋补鱼火锅。“万人品鱼汤”的壮
观场景尽在大辽冬捕节。

冬捕节特设年货集市，优选来自康平
的地瓜、花生等地标性特色农产品和烤
串、油炸食品等地方特色美食，并结合非
遗、文创等民俗产品，用心打造视觉、味觉
双享盛宴。此外，花灯、火把节、千人秧歌
展演等活动都期待您的参与。

这里的冬捕节展现古代渔猎文化
讲述人 ：沈阳市政协委员 赵晓彤（农业界别）

卧龙湖冬捕节现场 沈政 摄

大连市金普新区三十里堡街道“龙腾
山海·烟火金普”2024 大连年货大集火
了。远近居住的人们都奔向这里品美食、
赏民俗、买年货，欢欢喜喜过大年。

走进大集，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此
起彼伏的叫卖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琳琅
满目的商品，一同奏响了“新年序曲”。400
多个商家、千余个展位汇聚，海鲜礼盒、预

制菜、干果炒货、土特产品、服装鞋帽、日
用百货、蔬菜水果一应俱全，火红的春联、
福字增添节日喜庆气氛，满足人们日常一
站式购物需求。市民穿梭其间，驻足在各
个摊位前询价、品尝，开启新年购物模式。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集市了，看
到货物如此丰富，非常开心。特别是那个
枣馒头，我一定要多买一些，龙年早发财，
龙凤呈祥。”市民车女士逛了一圈后，心里
已列好“清单”，准备开始大采购。一对年
轻人手中拎着大包小裹，收获满满。“这里
的东西都挺好，还能免费品尝。我们买的
花椒是农户自家种的，味道特别香。”与往
年的年货大集相比，这次年货大集有很多
本地知名企业展位，包括瑞驰食品、林家
铺子、浩和食品等。他们纷纷带来主打产
品，满足群众需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军垦 1949”品牌 60 多个品类产品前来助
阵，摊位上摆满了面粉、酸奶、酒水、沙棘

汁等新疆特产。“我们这次带的都是一直
以来深受大连市民喜欢而且特别适合春
节走亲访友的新疆特产，销量不错。”参展
负责人高兴地说。

“给我来一碗羊汤”……顺着长长的
队伍往里走，不少市民正在免费喝羊汤，
大块的肉、白花花的汤，喝上一口浑身上
下暖乎乎的。为了让市民喝上热腾腾的
羊汤，餐饮人员提前准备了大锅，现场烧
火精心熬煮。另一边，许多市民吃着刚出
锅的大包子，边吃边逛，幸福感满溢。

一处现场书写春联、福字的摊位上，
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书写出一幅幅富有
艺术气息、寓意美好的春联。现场市民一
边品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边根据自己
需求指定书写内容，充满欢喜。吹糖人、
剪窗花、扭秧歌，敲锣打鼓热闹喜庆。逛
年货大集，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收获的不
仅是多样的年货，更有对新生活的美好
期盼。

金普大集奏响春节序曲
讲述人：金州区政协委员 季海（无党派界别）

金普新区年货大集 连政 摄

2023 年，铁岭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与中国华电合作，规划建设华电辽宁绿
电制氢氨醇一体化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在技
术创新和装备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生产出
辽宁第一罐“绿氢”，探索低碳转型新路径，
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

2023 年 11 月 30 日，仅用 10 个月工期，
投资 2.55亿元的华电铁岭 25MW 风电离网
储能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成功产出辽宁第
一罐“绿氢”。我国首个贯通风力发电、绿电
输送、绿电制氢、氢气储存全流程一体化项
目进入生产阶段。这标志辽宁进入“氢时
代”，探索开拓出培育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供应、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
低碳转型的新路径。

该项目通过建设25MW风电机组、20%
容量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和碱性电解水制绿
氢站，实现完全离网风电制绿氢，把风电转
化为氢气储存起来。项目设计年发电约
7300万千瓦时，全部用于制取绿氢。年产绿
氢约 1123吨，年可节约原煤 2.25万吨、减少
烟尘排放量约 2.2 吨，对新能源消纳转化和
改善大气环境具有积极示范作用。项目实
现了一系列监测系统、通信系统、控制系统
的国内首创实践。项目推进过程中，全省上
下快节奏、超常规凝聚合力，实现项目落地

“辽宁加速度”。
抢先机、超前布局，打造新质生产力样

板。我省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
清洁能源强省目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夯

实了氢能源发展利用的政策基础。铁岭市
从 2022 年开始，包装谋划可再生能源电解
水制氢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依托风、光富
集的资源禀赋优势，全力打造千万千瓦级源
网荷储基地。积极对接辽宁华电集团，邀请
大连化工物理研究所对项目进行可研论证，
探索清洁化、低碳化、低成本制氢模式。经
过反复沟通、研究方案、敲定细节，铁岭市以
可再生能源制氢为重点，在铁岭县、调兵山
市、开原市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基地，建设
绿电产业园区。

快节奏、高效运作，跑出“辽宁加速
度”。铁岭市举全市之力服务推进项目，实
现快选址、快审批、快建设。从 2023 年 1 月
20 日春节前一天开始谋划，2 月 9 日签订项

目合作开发协议，2月16日确定项目选址，5
月16日开工，8月30日第一台风机基础完成
浇筑，11月25日首台风机成功发电，11月30
日首次制氢，仅用了10个月，比常规进度提
前1年多的时间。注册当天，铁岭市快速审
批相关材料，当晚 8 点为企业下发营业执
照。选址时，铁岭县政府压缩用地手续办理
时间 30 个工作日以上。摘牌时，同步实现
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和用地规划许可证颁
发。登记时启动“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

“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服务，以最短的时
间、最快的速度取得不动产证书。

超常规、敢于担责，突破项目建设瓶
颈。铁岭市多方研究国家政策，大胆创新，
探索“不进化工园区、不用风电指标、自我审

批”的工作路径。探索“承诺制+容缺办理”
模式，突破了铁岭没有化工园区的瓶颈，推
动项目成功落地备案。

聚合力、地企协同，倾心服务推进项
目。省委书记郝鹏、省长李乐成分别到项目
现场调研推动。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应
急厅等省直部门主动研究政策，破除制约瓶
颈，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华电辽宁公司全力
推动项目建设、快速施工。铁岭市委、市政
府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服务专班，按照“事
不过夜”标准协调解决企业难题；市委书记
宋诚、市长李文飙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项目所在地铁岭县委、县政府实行 24 小时
保姆服务，以实干与担当推动项目建设。

记者 葛红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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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 讲辽宁故事

到盖州过热腾腾的“暖冬”
讲述人：盖州市政协委员 薛宝民（文化艺术界别）

温泉旅游成为盖州市特色旅游项目。 营政 摄

大雪一场挨着一场，此时的东北到处
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在营口盖州市，寒冷与
温暖共存。人们除了领略北方冬天的壮观
景色，还可以过一个热腾腾的“暖冬”。

盖州的冬天，是冰雕雪铸的自然美
景。以大清河、碧流河为代表的大小河流连
接起城市和乡村，在阳光下如银链飞舞。在
光洁如镜的冰面上打哧溜滑、滑冰车，领略

两岸茫茫雪野，令人神思飞扬。驱车往东，
是辽南名山赤山和猫儿岭。踏雪登赤山，观
冰雪覆盖下的奇峰峻岭；站在猫儿岭最高峰
沐浴晨曦，迎接冬日里第一缕阳光……成
为外地游客难忘的旅游体验。

登山踏雪归来，自然少不了要去万福
大集、高屯大集走一走、转一转。热闹熙
攘的集市上人声喧哗，各色货品琳琅满
目。冻梨、冻苹果、农家放养的大红公鸡、
笨鸡蛋、笨猪肉、手工馒头、糕点……品类
繁多、经济实惠。

盖州蕴含的丰富地下温泉，日夜奔流
不息。炙手可热的温泉小镇——双台镇，
位于盖州城南 20 余里。这里有一幢幢独
具特色的精巧建筑、古朴淳厚的休闲院
落，是冬天里温暖的去处。双台镇温泉地
下热储量多、面积大、水温高。近年来，依
托独特的温泉资源，盖州市委市政府大力
发展温泉养生、休闲养生等温泉旅游产
业。室内游泳馆、室外泡池、水上乐园、时
尚运动、生态观光等项目串联并联，打造
配套完善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使整个温泉

小镇变得热闹起来、热腾起来。特别是冬
天，不管外面如何寒冷，坐在温暖的室内
喝热茶、沐浴温泉水，看窗外雪花飘落，别
有一番风味。

盖 州 北 海 拥 有 独 特 稀 有 的 温 泉 海
水。北海温泉热源地层形成于 25 亿年
前，海水积于下元古界辽河群底层中加
热，形成古海温泉，是难得的医疗级康养
资源。盖州市委市政府加大海水温泉的
开发力度，使之与北海风景旅游区和双台
子温泉小镇相互依托，着力发展海水温泉
旅游项目，将具有药用价值的海水温泉引
入各大洗浴场所，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
验、疗养。

盖州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拥
山临海，富有浓郁的辽南特色。来盖州，
可以品尝当地特产窖藏富士苹果、国光苹
果、巨丰葡萄、阳光玫瑰；可以走街串巷，
在钟鼓楼清幽的钟声里漫步于明清一条
街，感受厚重历史；滑冰雪、泡温泉、吃美
食 …… 到 盖 州 来 吧 ，过 一 个 暖 冬 。

记者 葛红霞 整理

仅用 10个月辽宁第一罐“绿氢”亮相
讲述人：铁岭市政协委员 王丙强（社会科学界别）

电影技术诞生以来，看电影成为人们休
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上世纪30年代是
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黄金时代，有声电影兴
起，中国电影人创作出至今仍为大家熟知和
惊叹的佳作，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沈阳光陆电影院
于 1936 年应运而生，伴随着电影历史的车
轮滚滚前行。

沈阳光陆电影院坐落在沈阳中街步行
街，占地面积2484平方米，建筑面积4003平
方米，目前共设有 10 个放映厅、1168 个座
席，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家独立影院建筑结
构的老字号影院之一。1936年沈阳光陆电
影院初建时，曾是中国人自主建造的最大电
影院，其名字出自屈原楚辞名篇《离骚》中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影院建
立之初是沈城百姓喝茶听戏、娱乐休闲的重
要场地之一。

1948 年沈阳解放后，光陆电影院由人
民政府接管。第二年4月，由东北影片经理
公司正式接收，成为全民所有制专业电影
院。

从 1961 年开始，光陆电影院一直归沈
阳市电影公司管理。1987 年经改造扩建
后，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

1999 年是光陆电影院的“高光时刻”。
这里成为当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
活动的主会场。

2007年，光陆电影院注册“光陆”品牌，
成为沈阳电影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符号和沈
城百姓口碑传播度最广泛的文艺影院。

2008 年，光陆电影院被沈阳市商业局
授予沈阳“老字号”企业，是沈阳唯一一家被
授予该荣誉称号的文化单位，“光陆”也成为
沈阳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城市文化符号。

光陆影城整体建筑场景为兼具现代化
影院功能的电影主题博物馆，结合中国电影
百年史、光陆发展史、建国后红色影片专区、
外国电影场景，呈现多元电影主题文化，打
造多板块影视文化展区。光陆影城将电影
历史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碰撞，通过陈设大
量老放映机、电影拷贝、电影藏品等，展示电
影发展的历史印记，传承历史文脉，同时将
现代时尚元素融入设计风格中，解锁传播电
影文化的多种方式，彰显光陆作为国有文化
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近年来，为了满足广大影迷的文化和视
觉欣赏需要，感受现代电影的无穷魅力，光
陆影城进行了全面装修改造，引进了全球最
先进的放映和视听设备，使观众观影时仿佛
身临其境，展现了观影和视听效果震撼人心
的魅力。先进的硬件设施与充满人文情趣
的室内装饰，配以人性化服务，充分体现了

“新光陆、新生活、新时尚”的经营理念。
时光如梭，从1936年到2024年，“光陆”

就像是一位娓娓道来的老者，用他独有的视
角讲述沈阳 88 年的岁月流转、城市变迁。
他曾经像是一位青年，在时代洪流中扛牢使
命、勇于担当。今天，他将自身积淀的历史
底蕴与沈阳历史、电影历史深度融合，精心
推出“中国电影百年史和光陆影城发展史”
永久图片展，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了解沈
阳，也让“光陆”这座独具特色的文化地标更
为醒目。

沈阳光陆电影院 沈政 摄


